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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不久前，德国克诺尔集团位于铜
梁高新区的轨道系统生产基地正式投
入运营，并同步签署了新一轮扩大投
资协议。不仅如此，克诺尔轨道系统
重庆公司还为我市轨道交通项目提供
了重要的技术和产品支持，目前已开
始陆续向璧山至铜梁市郊铁路项目
（璧铜线）交付车辆配套的关键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制动系统、空调系统和
车门系统。

作为克诺尔集团在西南地区部署
的一体化基地，克诺尔轨道系统重庆
公司将为西南地区城轨项目的生产检
修和交付提供保障，业务范围覆盖整
个西南地区的城轨和铁路，预计未来
年产值超过3亿元。

去年，铜梁聚焦重点项目“招、落、
建、投”各环节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优
质服务推动项目高水平建设、引领高质
量发展，全年建成投用70个重点项目。

党建“铜”盟有效覆盖产业链
上718家企业

这段时间，重庆新美鱼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为重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开设的储能箱体产线已具备生产条件。

新美鱼公司是一家传统制造企
业，主营生产销售铝合金型材及门窗
等业务。其与海辰储能的合作，与3个
月前举行的一次新型储能产业链党建

“铜”盟人才沙龙有关。
党建“铜”盟是铜梁为实现党建工

作与产业发展相融互促，结合全区“2+
4”现代产业集群，在高新区探索建立
的党建融合新模式。

铜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铜
梁利用产业链党建“铜”盟这个平台，
在主导产业链上分别建立产业链联合
党委，将高新区的企业、区级重点部门
单位和其他社会资源纳入“铜”盟，实

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相融共促。
在一场新型储能产业人才沙龙

上，铜梁高新区管委会邀请产业链党
建“铜”盟驻链导师、海辰储能总经理
叶蓁授课。正是在叶蓁的发言中，新
美鱼公司生产厂长李陈敏锐地发现了
企业的商业机会，从而推动储能箱体
产线迅速上马。

截至目前，党建“铜”盟已有效覆盖
产业链上的718家企业，2023年累计
为链上企业协调解决供需对接、技改升
级等问题186个，促成超过180家企业
建立稳定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达
成意向合作订单金额约12亿元。

2023年，铜梁还依托海辰储能、爱
玛科技等“链主”项目，招引产业配套
项目46个，全年签约工业项目74个，
协议引资520亿元。

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增长
30%

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是国家“十
四五”重大能源项目，也是首次落点我
市的特高压电网项目。

该工程新建甘孜、天府南、成都
东、铜梁四座1000千伏变电站，建成
投用后可满足四川清洁电力送出及成
渝负荷中心用电需求。

铜梁1000千伏变电站是川渝特
高压交流工程四座1000千伏特高压
变电站之一，也是重庆首座特高压变
电站。作为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属地化协调单位，国网铜梁供
电公司、国网潼南供电公司、国网四川
资阳供电公司签订川渝1000千伏特
高压交流工程“同网同心”党建共建协
议，积极推进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
流工程落地和辖区内500千伏输电线
路安全运行保障。

自该变电站工程启动以来，铜梁
各相关部门及沿线各镇按照工作安
排，从“组织联建、队伍联育、活动联

抓、实事联办”等方面助力，切实保障
整个工程项目加速有序推进。

2023年以来，铜梁不断强化要素
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目前已建成
重点项目调度驾驶舱，重点项目完成
年度投资480亿元、增长30%；发放实
体经济贷款203.4亿元，争取上级资金
及债券资金80亿元，供应工业用地
3041亩、增长105%。

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闭环服
务体系

铜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铜
梁紧扣全区重点工作实际，按照“一月
一会议、一会一主题”要求，每月召开
铜梁党政亲商恳谈会。

恳谈会上，企业负责人围绕企业
基本情况、企业招工引才遇到的问题、
企业发展中需要协调解决的重要事
项，以及对全区人才工作的意见建议
等进行发言；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则一
一解答这些疑问。

比如，2023年 11月的恳谈会以
“招工增就业 引才促发展”为主题，
破解企业招工引才难题，助推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重庆雷钜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在会上提出企业面临缺乏高端
技术人才的困境。铜梁相关部门立即
与企业沟通其紧缺人才类型，搜集企
业缺乏的高端技术人才，将联系方式
提供给企业人事负责人。此外，铜梁
相关部门还针对企业环评进展缓慢问
题，积极协调跟进环保局审核进度。

铜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铜
梁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
系，迭代升级15个方面153条惠企政
策；健全区领导联系服务企业、党政亲
商恳谈会等制度机制，“一企一档”闭
环解决企业问题600余个。

2023年，铜梁新增“四上”经营主
体178家、增长47.1%，全年工业用水、
用电、用气增长17.6%、17.1%、7.9%。

聚焦“招、落、建、投”

铜梁去年建成投用 70 个重点项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我们自主研发的高效高可靠机
电控一体化磁悬浮变频离心机组，在
多个方面突破了关键技术难题。”2
月1日，重庆美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厂长黄雪松说，公司生产的离心
式冷水机组在 2023 年销量突破
2200台。

过去一年，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深入推
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以维沃移动通信（重庆）有限公司、重
庆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
智能终端产业实现产值399.9亿元，占
重庆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66%，
拉动整个工业产值增长2.1个百分点。

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磁悬浮
离心式冷水机组

“通过优化工艺流程、采用全新
技术，车间在生产效率提升15%的同
时，还实现了能耗更低的目标。”在美
的通用生产车间，只见机械臂凌空飞
舞，各道工序高效衔接。自2004年
成立以来，美的通用不断创新，当前
已发展成为美的集团在西南地区最
大的中央空调生产制造基地。

数据显示，国内中央空调已进入
千亿级市场规模。与普通家电消费
品相比，中央空调作为大型终端设
备，具有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生产安
装和后期运营分离等特点。长期以
来，机组体积庞大、入场不便、改造成
本偏高都是行业痛点。

“从2015年起，我们就组建了上
百人的磁悬浮压缩机技术团队进行
攻关，并于2019年实现突破，推出了
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磁悬浮离心式
冷水机组。”黄雪松介绍，该机组不仅
占地面积小，受安装场地限制较小，
还支持低成本灵活拓展，有效解决了

用户后顾之忧。2023年，美的离心
式冷水机组实现销量2200台。

记者了解到，依托磁悬浮、变频
直驱等技术，结合变流量、热回收等
系统，应用VR实时监控、在线故障
诊断等数字运维手段，通过知识图
谱、AI算法等底层能力，美的中央空
调将复杂的技术原理，转化为简单省
心的用户体验。2019年以来，国内
外大型购物广场、机场铁路、工业园
区等应用场景均不乏美的中央空调
的身影。

全区单个企业装机容量最
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投入运行

“通过实施屋顶光伏项目，我们
每年可节省标准煤2746吨、减排二
氧化碳6444吨。”美的制冷党支部书
记、总经理助理孙涛说，在突破智能
终端核心技术的同时，企业还走出了
一条绿色制造之路。

去年6月，这家企业的屋顶10千
伏高压光伏工程正式并网投运。该
项目总装机容量峰值为 13.413 兆
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运
行模式，是南岸区、重庆经开区单个
企业装机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
预计年发电量900万度。在满足企
业生产之外，余电还可以并入全区电
力网络进行二次分配。

细节之处，更可见绿色发展理念
之深入——记者发现，在偌大的430
多亩美的制冷厂区，太阳能路灯随处
可见。

“用电量、用水量、光伏发电量、
碳减排总量等数据一目了然，便于我
们掌握企业运营状态。”在美的制冷
智慧运营中心，孙涛指着大屏幕说，
公司已经建立起包括智能能源管理
系统、智能碳管理系统以及智慧运营
中心在内的数字化平台。

通过智能能源管理系统，企业实

现了对能耗数据的实时监控、动态分
析、优化控制；智能碳管理系统则接
入生产车间数据，通过算法对各分项
能耗数据进行分析，生成碳管理报
告，实现高碳排溯源，并提供碳管理
建议。截至目前，整个企业的碳管理
系统已链接8个数字化场景，在数十
套信息系统及数百个终端设备帮助
之下，实现数字化碳管理。

9家智能终端企业带来的
399.9亿元产值

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美的制冷绝非个例。在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智能终端企业
已渐呈集群化发展态势。截至目前，
该区已集聚起美的制冷、维沃等9家
智能终端企业，2023 年实现产值
399.9亿元。

南岸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
透露，随着新技术的突破、新产品的
研发、新市场的开拓，这些智能终端
企业的新产能也加速成势。2023
年，重庆经开区不仅与区内一众机电
企业签订了产能跃升协议，还推动美
的制冷扩大产能项目落地，实现当年
新增产值超20亿元，并积极推进维
沃通信研发生产基地二期工程等智
能化项目建设。

随着这些项目的落地，南岸区、重
庆经开区的智能制造方阵也进一步集
结成群：2023年，新增美的通用等9
个数字化车间，生产效率提升20%以
上，运营成本降低23%以上，能源利
用率提升18%以上，新增美的制冷等
3个国家级绿色工厂。截至目前，全
区累计建成37个数字化车间、4个智
能工厂、4个重庆市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盟讯电子“电子制造5G数字化车
间”、重庆美的“美的5G+工业互联网
数字化车间”还入选重庆市十大5G+
工业互联网先导应用示范项目。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南岸去年智能终端产业实现产值399.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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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深科技金融大文章 助力重庆智造阔步前行
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

金融支持重庆科技
创新发展，中国银行重
庆市分行在2023年末又
交出了一份优异答卷：
截至 2023 年末，中国银
行重庆市分行科技型企
业授信余额较年初增幅
超过45%；提供融资服务
企 业 数 较 年 初 增 加 了
65%。

数据的背后，是重
庆中行人付出的巨大努
力。特别是去年以来，
该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围
绕科技金融上下求索，
精准滴灌，伴随企业共
同成长，多措并举提升
科技金融服务水平，着
力破解科技创新企业融
资难点、痛点、堵点，助
力重庆“制造”加快向

“智造”转变，不断为重
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中
行力量。

强链出硬招
真金白银托举重点产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
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
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当前，重庆正着力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迭代升级制造业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不断加快从“老牌工业基地”
走向“智造重镇”的步伐。作为国有大行，中国银行
重庆市分行依托“两新一重”、先进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结合重庆打造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围绕计算机、轨道
交通、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条，制定综合金融支
持方案，用“真金白银”为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
供强劲动力。

针对“芯屏器核网”电子信息产业、文旅经济、
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充分
发挥特色优势，通过海内外联动跨境融资、投行资
金交易和债务保值业务，为行业核心企业提供低成
本融资支持。

2023年，该行新增投放供应链金融业务超过
510笔，业务发生额折人民币近40亿元；供应链贸
易融资1+N客户数较年初新增超过60%。

同时，该行借助金融科技力量，以“中银智链”

为抓手，充分发挥“1+N”在线供应链优势。2023
年，累计为222户上游供应商提供线上融资近9.5
亿元，融资余额增长71.1%。

助企下细活
特色产品打通融资梗阻

两江新区从事风机制造的一科技型企业，遭遇
资金周转困难，需在3天内向上游企业支付货款，
但缺乏传统足值抵押物，也无法提供有效担保。企
业有需求，中行有行动。在得知企业名下拥有多项
专利后，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客户经理向企业提供
了科技型企业线上产品融资方案，快速为该企业发
放贷款200万元，及时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难题。

重庆成长期科技企业多。一方面，这类企业需
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科研及成果转化；另一方面，由
于企业规模小、流动性不足、未来不确定性大，导致
其在传统的金融评价体系下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
支持。

如何解题破局？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不断
完善多元化产品服务体系，加大对初创期、成长
期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
生命周期金融产品服务。特别是通过运用大数
据技术手段，补齐科技金融专业化短板，提升特
色化、专属化、精细化服务水平，有效打通企业
融资“梗阻”。

近年来，该行陆续推出“科技成长贷”和“中银
创新积分贷”等特色产品。其中，该行作为“中国银

行科技金融试点授信业务”承办行，借助科技部火
炬中心“创新积分模型”，推出“创新积分贷”特色产
品，通过创新积分为科技型企业预授信，提供纯信
用、流动资金贷款，进一步优化信贷审批流程、提高
服务效率，为大中型科技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
服务。

“该产品具有材料简化、放款快等特点，可科学
根据企业‘创新积分’所处档次，在LPR的基础上
进行‘减点’。”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3
年末，该行已通过“科技成长贷”和“中银创新积分
贷”产品累计为77家科技型民营小微企业获批
4.71亿元授信额度，授信余额3.29亿元。

联动聚合力
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效

科技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道阻且长，需要在政
府的指导、金融机构的支持、资本市场的助力以及
企业合作下共同探索。去年以来，中国银行重庆市
分行为深化机构合作，联合政府、交易所、投资机
构、园区等生态联盟举办多场活动，共同助力科技
企业成长发展。

去年6月，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联合高新区，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20余家科技企业举行了专场
融资对接会，提供“一对一”专属授信服务，赢得了
政府和客户的高度认可。

同月，一场名为“助企惠赢 一路同行”的主题
活动，让我市千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久旱逢甘

霖。据悉，该活动是中国银行重庆市分行及时响应
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决策部
署，面向全市开展的助企活动。围绕科创企业发展
的战略机遇期和痛点难点，该行还利用“商E贷”

“E抵贷”“烟商E贷”等重点产品，累计支持520户
专精特新、“小巨人”，服务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等企业707户，贷款余额年增超
过41亿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
融支持和发展动力。

位于江北区的某科技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
去年，该企业受国际贸易影响，自有资金难以支撑
其从他国采购新生产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中国
银行重庆市分行及时对接，为其提供了个性化金融
服务方案，用最短的时间为企业发放900万元贷
款，帮助企业成功渡过了资金难关。对此，公司负
责人深有感触：“中行推出的融资方式和金融服务可
谓是一场‘及时雨’，对公司的快速成长帮助很大。
目前我们正开足马力加速生产，运转十分顺利”。

未来，该行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精神，持续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为科技创
新企业提供更为精准、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着力
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为重庆建设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撑。

郭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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